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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眼于现代日语的实际情况，使用大家所熟知的哲学方法，提出了日语通用语态句型，并且按照
其生成的自然语序，由此及彼地推演了日语格助词系统的变化。
在适当的观察视野里，相关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一个可以直观的过程，从而构成了进一步理解日语的
基本途径。
    作者在书中举有大量例句，并提供了一套理论上的说明和论证，甚至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观点。
对于这一部分的阅读，研究语法学以及哲学、心理学的读者从中或能得到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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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卫东，生于1955年，太原市人。
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日语系，师事于刘耀武等先生。
毕业后曾任教于山西矿业学院和太原理工大学，现为扬州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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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机械运动的哲学思考　　机械运动是正式的说法，人们平时习惯把它说成位移。
日本人称之为「檄械的运动」，生活中多使用「移勤」一词。
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常见和最简单的一种现象了，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从比较单纯的意义上来说，机械运动只涉及语言中在与不在、来来去去和挪移搬迁之类的词语，别无
它义。
如果说得宽泛一些，它可能还直接关系到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或者减少，在空间规模上的膨胀或者缩
小，等等。
前人们经过仔细的观察和理论上的推断，认为世间万物都处在机械运动的过程中，无一例外。
自然科学对它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例如经典物理学在牛顿那里就已经完成了。
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机械万能论，表明人们曾经图通过机械运动来解释一切。
例如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地球，大概是最著名的例子了吧。
物质有各种运动形式，诸如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思维的，机械运动只是其中
之一，而且不能替代其它的运动。
不过，它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构成了其它所有运动形式的共同基础，并且直接和间接地参
与那些运动。
换句话说，它是一条四通八达的环路，可以将我们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并且以本身的方式将事物发
生的各种变化展示给我们。
例如，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真正懂得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内容，更多的是在机械运动的意义上去理解它的
，诸如膨胀和收缩等。
同样，我们——般人也不可能真正懂得自己的思维是如何进行的，更多的也是在机械运动的意义上去
把握它的。
尽管如此，正如前面说过的，例如农民中有一种所谓的说话人，他们能够非常巧妙地驾驭语言，把自
己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那么机械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哲学上又做如何解释呢?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本论战性
质的著作，同时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当讲到运动和矛盾的关系时，他举了下面一个简单的例子。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
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
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　　机械运动是事物相互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并且直接表现于时间和空间形式的结果。
下面分为三个方面，简单谈谈我的理解。
①从哲学的层面上来看，事物的各种运动都是统一的，都是它们相互矛盾、对立和斗争的表现。
例如，日语的教学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要学习日语，总的来说，都出于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
具体一些，有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大和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先进和落后，以及个人利益的驱动等。
据说现在西方人出版了《未来的冲突》一书，主要讲21世纪太平洋经济圈内，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国
家的合作和争夺的。
我们每个人的活动、包括日语学习都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中，都构成了其中的一个细节。
②事物的各种运动形式中都包含着机械运动的成分，并且最终都要借助它来实现。
例如，日本人特别喜欢使用「追出」这个中性的词，有的反映侵略战争，有的反映贸易活动，有的反
映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等。
我们中国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这话听起来不免有流寇的味道，但是运动战的本质就在于走，我们的国内战争主要是依靠它来完成的
。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等，都与机械运动有关。
③机械运动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一是显而易见的相对静止，其二是不易觉察的绝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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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上山肯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是绝对运动。
这种变化通过漫长的地质过程才能表现出来，至少直到现在它似乎还是老样子，这是相对静止。
机械运动和其它运动互为因果，一定是由其它运动促成的，然而具体的成因数不胜数，一言难尽。
不过，仅就其本身来看，正如恩格斯所言，即在于一个物体同时既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的矛盾性。
哲学的解释只能如此，只能在对立统一的意义上，泛泛地这么讲。
相对于同一的时间和场所来说，在这里构成相对静止的一方，不在这里构成绝对运动的一方，双方总
是共存的。
不仅如此，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在个别的场合，虽然有一方胜过另一方的倾向或者趋势，但是机械运
动毫无例外地只有在双方达到相互平衡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因为从总体上来看，任何一方的胜出都意味着机械运动的最终消失，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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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大学刚刚毕业时，语法知识大多遗忘了，没有想到工作以后，还会返回到老路上去，更
没有想到会做这么一种研究。
开始的一段日子里，一来由于理不出头绪，二来又由于性情疏懒，所以做的并不怎么认真。
断断续续思索之下，几年过去了，渐渐感觉有了一个朦朦胧胧的东西。
我一直试图将它清理出来，但盲目的猜测多，实际的想法少，总也写不成。
现在好了，不管别人今后如何评说，书总算是完成了。
　　现在，我心里尚留着一些不安的事情，其中之一是这本书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
　　读者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我其实并不在学术圈子里，也很少涉猎U语的语法史，以及经典作家们
的经典著作。
尽管我能够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这一切，诸如以前几乎见不着那些东西，压根儿不具备研究所需的条
件，等等。
当然，退避到这一步，也就彻底否定自己了，而事实又不完全如此。
我的想法主要来自于教科书和词典，至多受到过杂志上个别论文的影响和修正。
由此可能产生出各种问题来，例如引用材料和观点的不当，甚至无中生有，给别人栽了赃。
其中，尤其令我感觉不安的是，本书多次提到山田孝雄的“述语中心论”，由于未曾接触过原著，疑
心是否自己说错了。
然而，我不打算改写这本书了，所以先行在这儿检讨，请学术圈里的人们给予谅解。
　　不过，出于下面谈到的原因，我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是有一点儿自信的。
总的说来，现在语法学的研究仍很滞后，例如主语是什么?谓语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
楚。
或许有人认为，你太狂妄自大了!或许有人认为，你怎么竟糊涂到这种地步!实际上，日语的情况大致
如此，英语等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不准备为此提出什么证据，例如某位教授怎么说的，某位博导怎么讲的。
如果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应用视为对立着的两极，应该说它们是相互渗透和彼此依赖的。
依此而论，一项成功和卓越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语法学上的根据，更大程度地直接应用到教学中去
。
反之，教学一线很少问津的东西，它的理论成就也有限，大概主要是主观的臆测和杜撰吧。
我的这本书的原型，只是一些零星和片断的讲稿，经常带上课堂的。
后来逐渐积累成了专题讲座的形式，仍然没有脱离教学第一线，偶尔还要拿给学生们看看。
我并不奢望它们全部正确，但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学生和初学者来说，兴许还是有用的。
总之，这本书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希望大家仍然看作一本讲义吧。
　　另一个不安的事情是，如何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告诉左邻右居的人们。
我做了一种语言的研究，因而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寻找必需的工具和根据。
大家都看得出，我怎样使用了它们，和在多大程度上改造过它们。
然而，那是极为困难的，也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要做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大概首先得用来解释汉语，而由于汉语缺乏助词方面的对应，一切
都显得非常茫然。
另外，现在哲学的认识论部分，明显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因为后者还是一种实验性质的科学。
按理说，辩证法是最有批判精神的东西，即使在完全抽象的领域，也能够发现属于逻辑上的毛病。
可是，归根结底，相关的讨论都会追究到语言及其语法那里去，因为无论就认识和实践来说，脱离了
语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除非同时熟悉包括日语在内的两种语言，并且通过对译，才有可能进行相关的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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